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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闫志刚不慎将身份证遗失，身份证号：222301196104201812，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王立影因保管不善，不慎将9号小区C组A4号楼1单元4楼东的购楼票据遗

失，票据号：010720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白城铁路医院劳动服务公司综合服务部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执照号：82595158-6，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白城市铁路医院劳动服务公司全和酒店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本明（身份证号：222326195310036013）不慎将位于嘎什根乡丹岱村丹

岱屯，承包地确权面积为41.32亩的农村土地经营权证遗失，证号：吉(2018)镇
赉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26362号，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梁宝平（身份证号：220821196801117211）不慎将位于黑鱼泡镇胡立台村

胡立台屯，承包面积为38.38亩的农村土地经营权证遗失，证号：吉(2018)镇赉
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3431号，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赵凤有不慎将位于镇赉县坦途镇永庆村腰付家屯，承包地总面积为7.76亩的

农村土地经营权证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220821101211050052J，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窦晓军不慎将位于镇赉县坦途镇永庆村东付家子屯，承包地总面积为

28.08 亩 的 农 村 土 地 经 营 权 证 遗 失 ，农 村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代 码 ：
220821101211040004J，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任桂彩不慎将白城市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产权调换）遗

失，档案号：6号楼，面积：80.02平方米，地址：三合家园2号楼1单元2层西
室，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王加宝不慎将位于镇赉县黑鱼泡镇腰围子村，承包地总面积为26.19亩的农

村土地经营权证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220821106202030064J，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常春艳(身份证号：222326195705257515)不慎将位于镇赉镇太平山村四

组，承包地总面积为36.3亩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证号：吉(2018)镇赉
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1920号，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吕洪文(身份证号：222326193307157210)不慎将位于黑鱼泡镇报马吐村东

报马吐屯，承包地总面积为70.46亩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证号：吉
(2018)镇赉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3677号，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吕洪学(身份证号：222326194001137211)不慎将位于黑鱼泡镇报马吐村西

报马吐屯，承包地总面积为21.42亩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证号：吉
(2018)镇赉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3678号，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靳汉祥(身份证号：222326195803107211)不慎将位于黑鱼泡镇报马吐村西

报马吐屯，承包地总面积为44.11亩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证号：吉
(2018)镇赉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3713号，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曲兆全(身份证号：220821194908187210)不慎将位于黑鱼泡镇报马吐村东

报马吐屯，承包地总面积为21.33亩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证号：吉
(2018)镇赉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43680号，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付国平不慎将位于镇赉县黑鱼泡镇腰围子村，承包地总面积为36.75亩的农

村土地经营权证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220821106202060009J，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任加权不慎将位于镇赉县黑鱼泡镇腰围子村，承包地总面积为24.45亩的农

村土地经营权证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220821106202040049J，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张国东不慎将位于镇赉县黑鱼泡镇腰围子村，承包地总面积为24.54亩的农

村土地经营权证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220821106202040031J，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张代彬(身份证号：222326197601126915)不慎将位于莫莫格蒙古族乡少力

村杨家窝堡屯，承包地总面积为18.30亩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证号：
吉(2018)镇赉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32433号，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刘井龙(身份证号：22232619680726151X)不慎将位于坦途镇特力村特力根

召屯，承包地总面积为29.89亩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证号：吉(2018)
镇赉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17990号，特此声明。

招聘启事
因业务拓展需要，白城日报社广告部现面向社会招聘广告业务人员。
具体要求：
1．中专及以上学历，具有广告行业从业经验；
2．性格外向，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
3．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
4．对广告业务工作有较高的热情；
5．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优秀的沟通能力。
联系电话：3323838

三北地区是我国生态脆弱地区，也是我国生态保护修复
的攻坚区、防沙治沙的核心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北
地区荒漠化防治工作，提出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强
调“要突出治理重点，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

今年6月17日是第31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
记者深入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科尔沁沙地与浑善达克沙
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的一线，
感受到决战沙海、绿染北疆的蓬勃力量。

系统守护“几字弯”

夏日的乌兰布和沙漠骄阳似火，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
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何文强钻进梭梭林中，感受着风的力道。

“这一片是防风阻沙区，站在梭梭林里感觉风速明显减
慢了。这片区域正发挥着阻止流沙侵蚀黄河的作用。”看着
眼前随风轻摆的梭梭苗，何文强感慨道，“磴口治沙，不只
关注沙，还研究风和水、种好树和草。”

磴口县位于黄河“几字弯”的“弯头”、乌兰布和沙漠
东北部，是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的前沿阵地，426.9万亩
沙海占县域总面积的77%。

沙海攻坚，磴口县构建起“一地一网三区”的系统施治
防沙治沙体系。何文强解释道，“一地”是确保荒漠生态系
统原真性和完整性的自然保护地，“一网”是农田防护林
网，“三区”是封沙育草区、防风阻沙区和光伏治沙区。

“磴口县背靠沙漠，面朝黄河，以前治沙就看沙，种树就像
撒胡椒面，来场大风全吹走了。近年来，我们转变治沙思路，充
分发挥林、田、水的多重功能，系统守护‘几字弯’。”何文强说，
治理工作要环环相扣，只有统筹兼顾才能“锁住”乌兰布和沙
漠东侵黄河的脚步。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巴彦淖尔市主持召开加强
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时
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

“总书记的指示坚定了我们系统化治理的决心，也为磴口
进一步因地制宜加快乌兰布和沙漠边缘地带沙化土地治理、
打造点线面结合的生态防护网络指明了方向。”何文强说。

大地增绿后，磴口县湖泊和湿地的环境越来越好，当地利
用湖泊在冬春两季黄河凌汛期间存留河水，增加了植树造林
的灌溉水源。在农田防护林网的保护下，过去饱受风沙侵蚀的
土地肥力得以保存，如今转变为造林育苗地，又为造林治沙提
供苗木资源。

磴口县持续加强用系统观念、全局眼光进行荒漠化防治
的工作思路，从治理一个“环境点”到系统治理整个“生态面”，
当地生态环境不断向好。据统计，磴口县林草覆盖度从20世
纪50年代初期的0.04%提高到目前的39.1%，全县年沙尘日
数由20世纪90年代的23天减少到现在的8天左右。

“湖泊、树林、农田、草地、沙漠本就是相互依存、紧
密联系的有机链条，我们要继续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
神，加强护水、造林、整田、育草、治沙全要素管理，持续
保持沙区生态环境‘整体好转、改善加速’的良好态势。”
磴口县委书记刘向阳说。

科尔沁沙地披绿装

在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四合城镇刘家村，74岁的侯贵仍
然保留着每天巡山的习惯。

侯贵自2001年起上山种树，先后在2400亩沙地上栽种
20余万棵树木，如今又开始进行林地改良工作。“这几年有些
树得病枯死了，林业专家说成片种植单一树种会增加树木患
病几率。”侯贵穿梭在树林中，指着一排新栽的小树说，“这里
间隔种植了油松和元宝枫，都是耐旱的长寿树种，不同树种交
错种植能降低病虫害的传播风险。”

彰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历史上沙化土地面积曾占
全县总面积的96%，一年365天有240天左右在刮风，漫天黄
沙只需两小时就能掠过辽河平原。

几十年前，林业人员经过精心选育，将耐旱耐寒耐瘠薄的

樟子松从寒温带南移多个纬度栽种在了彰武县，成为科尔沁
沙地防风固沙的明星树种。今年，为提高治沙林木的质量，彰
武县实施了樟子松嫁接红松试验项目。

“试验项目成活率已超过90%，不久就能移栽到科尔沁沙
地治理一线。”辽宁省森林经营研究所所长于洪亮介绍，红松
病虫害少、种子经济价值高，但不易在沙地成活，嫁接可缩短
红松生长周期、提升结果速度，有利于形成可持续保护生态环
境的良性局面。

从种活树到种好树，彰武县的治沙工作离不开科学支撑。
“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

质量和稳定性’。老一辈用科学的方式把沙地变绿，我们这一
辈更要用科学的方式，培育健康稳定、功能完备的生态系统。”
彰武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陈书魁说。

近年来，彰武县创新实施以树挡沙、以草固沙、以水含沙、
以光锁沙“四大工程”，逐步构建起科学完善的防风固沙体系。

在彰武县后新秋镇烧锅村，1700亩农田里挺立着一排排
太阳能板，1.8米高的立柱下方，种植不久的黄豆、高粱长势喜
人，绿意连成一片。

“原来这里都是沙土地，天热的时候秧苗都被烫死了。光
伏发电板不仅能发电，挡在作物头顶还成了遮阴棚，遮光降
温，减少水分蒸发。”烧锅村党支部书记许延春说，以光锁沙工
程让曾经愁人的“沙窝窝”变成了“香饽饽”。

森林覆盖率从2.9%提升到30%以上，“三北”防护林带向
科尔沁沙漠腹地推进了13公里……在彰武人心中，扩绿是治
沙工程的根基，而尊重科学则是治沙成功的关键。

塔漠锁边育新机

护林员艾力·麦麦提站上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奥依托格
拉克乡的沙丘高处俯瞰，绵延的玫瑰花带将金黄的沙丘紧紧
环抱，给塔克拉玛干沙漠戴上了“项链”。

时间倒回至2024年11月28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
艾力·麦麦提和工友们栽下最后一批玫瑰幼苗。自此，塔克拉

玛干沙漠边缘285公里的“绿色缺口”顺利合龙，全长3046公
里的世界最长环沙漠生态屏障正式形成。

“过去沙子埋到房檐，现在风过无沙，能闻着花香数星
星。”艾力·麦麦提望着不远处的绿洲感慨。这位在沙漠边缘生
活了半辈子的老人，见证了从“沙进人退”到“人沙和谐”的逆
袭——和田地区41.2万亩沙地被划分到8277户农家，曾经寸
草不生的沙包，如今成了肉苁蓉、玫瑰花的家园。

“总书记强调，兴绿要‘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相统一’，我们正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拓展绿水青山转化为
金山银山的路径。”和田地区林草局副局长骆爱科说。

在骆爱科的办公室里，一张地图上密密麻麻标记了8277
个红点，每个红点都是一处农户承包的沙地。

“我们将国有未利用沙地划给村集体，每户承包30亩到
50亩，确权到户，收益归己。”骆爱科说，得益于自治区出
台的资金保障、生态用水等政策激励，全区上下掀起了治沙
热潮。

随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的不断深入，新疆推动
防沙治沙与乡村振兴、新能源项目等有机融合。这一举措不
仅巩固锁边合龙成果，还促进沙产业发展，确保治沙工作可
持续进行。

奥依托格拉克乡塔吾哈孜村农民艾则孜·买提肉孜从事
肉苁蓉种植已有15年，他带领合作社成员在种植红柳、梭梭
等固沙植物的同时接种肉苁蓉，至今已发展到950亩，实现治
沙和产业发展两不误。

在他的带动下，塔吾哈孜村有30%的农户都在种植肉苁
蓉。塔吾哈孜村村委会去年又开垦了150亩沙地，用于发展村
集体经济。

全民参与防沙治沙，已在于田县与沙漠接壤的5个乡镇
中成为共识。如今于田县肉苁蓉年产量达4万吨，占全国产
量的85%；肉苁蓉、玫瑰花相关合作社40余家，带动就业一
万余人。

“现在沙产业和生态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于田县肉苁
蓉协会会长买吐如则·买吐送说，沙漠不仅变绿了，还生出了
金，锁边防护带越种越宽，沙产业发展也越来越火，实现了绿
富同兴。

【记者后记】实施“三北”工程是国家重大战略。2021年至
2030年是“三北”工程六期工程建设期，是巩固拓展防沙治沙
成果的关键期，是推动“三北”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2023
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
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时强调，力争用10年左
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

两年来，“三北”工程攻坚战迈出坚实步伐。聚焦打好三大
标志性战役，2024年完成治理面积超380万公顷。虽然三北地
区已经筑起一道绵延万里的绿色长城，这里依然是生态脆弱
地区，防沙治沙还须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锦 绣 北 疆 绿 更 浓

——“三北”工程攻坚战在行动
●新华社记者 刘伟 张丽娜 魏婧宇

6月17日，游客在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南联村体验采摘杨梅。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种植杨梅的历史悠久，是当地杨梅的主要产区之一。近年来，慈城镇推进

农文旅融合，在杨梅成熟季推出杨梅采摘节、杨梅音乐节等活动，吸引游客前往体验。目前，慈城镇杨梅
种植面积超4500亩。 新华社记者江汉摄

（上接一版）中国的繁荣强大正在惠及周边
国家。中国是中亚各国可以永久信赖的战略
伙伴和真正朋友。中亚各国高度珍视与中国
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模式，期待同中国
密切全方位合作，扩大贸易、投资规模，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工业、农业、科技、基
础设施、新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强化
区域安全协作，增进文化、教育、旅游等领
域人文交流，将中国—中亚机制打造为区域
合作的典范，共享发展繁荣，共促和平稳定，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各方高度赞赏
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建设性作
用，积极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和三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
调和配合，坚定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
系，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峰会期间，习近平同中亚五国元首签署

《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阿斯塔纳宣言》《中华
人民共和国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
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峰会宣布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员往
来便利化、绿色矿产、贸易畅通、互联互通、工
业、海关等领域12份合作文件。峰会期间，
中国同中亚五国签署多份友城协议，双方友
城数量突破100对。

习近平还同中亚五国元首共同出席中
国—中亚减贫合作中心、教育交流合作中
心、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和贸易畅通合作
平台揭牌仪式。

各方商定由中国于2027年主办第三届
中国—中亚峰会。

当晚，习近平出席托卡耶夫总统为出席
峰会的国家元首举行的欢迎宴会。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出席第二届

中国—中亚峰会并作主旨发言

（上接一版）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比如，福建
厦门不懈推进筼筜湖综合治理，协同推进“海
域、流域、全域”生态保护修复，变“臭水湖”为

“城市会客厅”。增强系统思维，聚焦突出问
题，科学施策，不断提升河湖生态系统健康水
平，才能建设各美其美的美丽河湖。

河湖往往是跨区域的，协同治理才能提
升治理效能。广东深圳、东莞两市针对跨区域
河流治理难题，建立深莞茅洲河流域污染综
合整治协调机制，茅洲河水质从重度黑臭提

升至Ⅲ类。浙皖两省连续实施四轮新安江流
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大力削减入湖污染负
荷，千岛湖水质总体保持Ⅰ类。依托水源地保
护、黑臭水体治理等标志性战役，推动重要流
域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方能更高效地守护一方碧水。

开展美丽河湖建设，也是统筹推进高水
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安徽宣城依托
青弋江流域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建成生
态型景区 18 个，培育发展各类民宿 1072 家，
打造出人水共生的生态画卷。实践表明，探索

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打通绿水青山
向金山银山转化通道，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顺应群众对美丽河湖的向
往，着眼于人的真实体验和感受，涵养河湖
的文化气息与生命力，共建共享美丽河湖的
社会氛围必将更浓厚。

江河胜景，见证发展之变。久久为功建
设美丽河湖，做好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
态为民大文章，定能成就绿色高质量发展的
新图景。

（据《人民日报》）


